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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 沉

民 俗

小时候，我
到村北的姥爷
家探亲串门，发

现屋子北边大约 30米处有一段东西
走向的土长城，长800多米、宽约2-3
米、高约 3-5米，其中有一拱形的城
门。城门里、城门南边有磨得锃亮的
土台台，城门里的土台台是夏天村民
乘凉的好去处，城门南边的土台台是
村民冬天晒太阳的好地方。

听姥爷讲，很早以前，城南村全
部被土长城包围，是个城中村。土城
墙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随着岁
月的变迁，那三个城门不复存在。

上中学时，我经常沿着村西另外
一条东西走向、总长约 3千米
的土长城的乡间土路，跟随父
母下地干活。土长城上荆棘密
布、杂草丛生，它像一条巨龙，
忽高忽低、蜿蜒曲折，横卧在韩
城市芝川镇南塬上。

1996 年 11 月 20 日，魏长
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
过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家
多次考证，摸清了魏长城遗址
的现状。魏长城遗址位于现
在渭南市华阴市、大荔县、白
水县、澄城县、合阳县、韩城市
境内，总长 200多公里，地面现
存清晰可见处 50 余公里，最
宽处达 21.6 米，最高处有 18
米。魏长城均夯土板筑，夯层
厚 5-12 厘米，夯径 5 厘米左
右，夯窝呈圆形，窝深 0.5厘米
左右。

魏长城依地形地貌而建，
遇地形险峻处，錾崖立壁，增
而高之，无险可据处则平地筑
墙造设壁垒。其现存遗址中，
华阴市河湾子村遗留一墩台长、宽各
37米，高14米，蔚为壮观。韩城市论
功村至城南村段有内城与外城，与其
他地方建筑布局不同，旨在要隘的加
固。其中城南村东一段，长 365米，
残高 7米，底层最宽处 9.2米，并留有
堡寨和烽火台遗迹。从残垣现状看，
长城全部用细土夯筑，非常坚实，且
保护较为完好。

魏长城南起华阴市华山北麓朝
元洞西，向北延伸，东临长涧河，经南
洞村、北洞村、红岩村、王家河、党家
河、河湾子、西关堡、风箱城，北抵渭
河。过渭河向西北穿过沙苑地区，过
洛河经大荔县党川村、党家窑、东高
垣村直至长城村。继而沿洛河东岸

北上，在黄龙山南麓的白水县境内折
而向东，顺黄龙山、射公山、梁山东
行。经白水县史官乡孔走河村北，入
澄城县境经董家窑、柳泉、翟尚、关则
口、成和西庄，再从合阳县皇甫庄镇
邓家寨村西大浴河东坡入合阳境，经
桥儿河、雷家寨、百家寨、河西坡，越
金水至黑镇村东，经甘井镇西牛庄、
上富家、西城后、东城后、贡家坡、安
家头、赵家岭、后岭，越孟家村东沟至
杨家庄乡东杜家塬，再经杨家河越太
西沟至木昌、木坪，沿木坪沟南岸东
入韩城市境内。经阿池村、城后村、
司马庄、论功村、马陵庄、城南村直抵
黄河西岸。

春秋战国时期，魏长城这
条横卧在魏国边防线上的巨
龙，在阻挡秦国东扩中确实发
挥过一定的作用。《史记·魏世
家》载：“三十六年，秦侵我阴
晋。”《史记·秦本纪》还载，公
元前 362年即魏惠王九年，秦
攻魏少梁（今韩城），破魏军，
擒魏将公孙痤，为抵抗秦军入
侵，魏国于公元前 358年，即魏
惠王十二年开始在黄河以西
与秦交界处修筑长城。《水经
注》述，魏惠王“使龙贾率师筑
长城于西边”。公元前 351年
城成。次年又进一步扩建。
魏筑长城之后十多年间，魏国
与秦国时谈时战。

魏惠王十五年（前 355
年），秦孝公与魏惠王会于杜
平（今澄城县东）。次年，秦乘
魏攻赵，大败魏师于元里（今
澄城县东南）。4 年后，魏攻
秦，迫秦孝公与魏惠王修好于
彤（今华县西南瓜坡镇故城
村）。秦当时之所以未能大举

东进，与魏依长城坚守有很大关系。
但是，秦孝公励精图治，任用商鞅进
行变法，实行什伍连坐之法和民户分
异制度，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
级的二十等爵制，奖励耕织，发展生
产，使秦国逐步发展强大起来。秦孝
公二十二年（前 340年），商鞅诱俘魏
公子卬，迫使魏献部分河西之地于
秦。秦惠文王八年（前 330年），秦大
良造公孙衍大败魏军，擒魏将龙贾，
魏尽献河西之地于秦。至此，修筑了
30多年的魏长城成为秦国的内城，
其御敌功能便不复存在。

魏长城遗址以它深厚的历史底
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风貌，让
人难以忘怀。 □徐云杰

端午节，
各地有赛龙
舟、包粽子、

吃油糕、插艾叶等习俗，西府乡间最
盛行的是戴香包。

香包，过去有的地方农村人称
其为“魑魅”。在民间传说里，魑魅
是古时候山林中的怪物，长得狰狞
可怖，每年五月初就成群结队窜出
林子，残害人畜、糟蹋庄稼，甚为凶
猛猖狂。人们在与魑魅的长期争斗
中发觉它非常惧怕有浓烈气味的
草物，于是在魑魅将要出山的时节
到处寻找有气味的树叶和野草。
男女老少或将其拿在手里、缠在腰
间，或将其插在家里的窗户和门框
上，以驱赶魑魅的侵扰，护佑全家人
平安。

后来，人们就把有香味的草物
采摘晒干，装进小布袋里缝制好，再
穿一根细线挂上脖子，或者缠在手
腕和脚腕上。随着人们审美日益多
元化，原本用于驱赶魑魅的香包逐
渐演绎成式样众多、精美绝伦的节
日装饰品。

西府民间常见的香包分大、小
两种。大香包模样有点像寺庙里和
尚念经时敲击的木鱼，传说小孩子
戴上能祛毒辟邪。制作时，一般选
用大红色的布料，再填充一团棉花，
里面撒上少量精制香粉，一针一线
缝起来，上部留一个穿线的小孔，外
侧镶嵌一圈由白色布料叠成的、尖
角形的“魑牙”，看上去小巧玲珑，十
分惹人喜爱。小香包大小像山杏
核，做法也是用布料包一撮香料。
杏核本身就是中草药，孩童顽皮，爬
高跳低手脚最容易受伤，戴上杏核
寓意药到病除，保佑健康成长。

香包中最有艺术价值的是“魑
魅”，民间艺人们将非遗刺绣工艺融
入香包中，制作成小巧精致的五毒
虫或十二生肖动物，用各色绣花线
装饰出漂亮的羽毛，嵌进玻璃眼珠，

底部吊垂一绺鲜艳的绣花线，再用
丝线穿起来，高挑在细溜溜的竿子
上，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甚是喜
人。这种制作方法不仅把民俗文化
和生肖文化巧妙融合，也为香包注
入了新的意蕴。

在西府农村习俗里，端午节这
天，全家人一大早就起来，手提篮
子，拿起镰刀，踩着露水去村前屋后
采摘香草。

香草，其实就是乡村常见的艾
草、车前草、芨芨草、桃叶、杏叶、桑
叶之类的草药和树叶，采回家后，倒
进开水锅内，熬制成一锅气味浓烈
的香草水，大人小孩挨个儿擦洗一
遍身子。接着，庄重的戴香包仪式
就开始了，小孩们穿上外婆送的换
季新衣，按年龄大小站成一排。大
人们分工协作，有的收拾做好的香
包，给花绳撒上香粉，有的按长短剪
线绳，有的专司佩戴，忙得不亦乐
乎。先给大香包穿一根花花绳，挂
在孩子的脖颈上，不高不低吊垂至
胸口位置；再剪一小截花花绳，穿上
四五个“杏核”，分别绑在手腕、脚腕
位置。

平日里原本邋遢的孩童，经过
一番精心打扮，个个穿戴一新，周
身上下香气扑鼻，清爽雅俊，一时
大人乐娃娃闹，好不热闹。孩子们
跑起来后，胸前的香包左右摇摆，
不停地拍打着肚皮，模样儿滑稽又
逗人，而缠在手腕、脚腕的小香包手
串散发出的一股股醉人的香味，弥
漫在农家小院里，伴着欢声笑语，醉
了满院的大人娃娃，氤氲出传统节
日浓浓的氛围。 □赵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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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坝厅故城。

留坝老街。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朝廷批
准从凤县、褒城县分地设立留坝厅，规
制高于县、低于府，一把手同知为五品
官，隶属汉中府。清代朝廷非常重视
地方行政区划，设厅是有特定条件的，
原则上分三类情况方可设厅，一是战
略要地类，二是经济类，三是边疆类。
汉中市先后设置的留坝厅、定远厅（今
镇巴县）、佛坪厅，都属于战略要地
类。留坝建厅后三十多年没有城墙，
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发生惨案，筑
城才提上议事日程。这年四月二十二
日，白莲教军张汉潮部突袭留坝，同知
齐默慎等奋起抵抗被杀，官衙办公房
屋被毁。后朝廷拨款，于嘉庆五年
（1800年）由新任同知龙万育选定厅址
修筑土城，留坝民众称为旧城，在今留
坝中学一带。由于所用夯土含沙量太
大，黏结性差且不耐雨水渗泡，留坝四
周皆山，每年夏秋易发山洪，几年时间
土城墙即大部垮塌。十三年（1808年）
朝廷拨款重新选址筑城，由时任同知
任奎光负责此项工程。

任奎光（？—1814年），字星珠，江
苏荆溪（今宜兴市）人，嘉庆十年（1805
年）从平利县知县升任留坝厅同知。
任同知一到任就上报修城事宜，“余十
年莅兹土，览其疆圉，亲见汉中为山南
要郡，留坝尤为汉中咽喉之地，捍卫南
北，与府郡相表里，实有犄角之形，犬
牙相制之势，一日无城，则居民一日不
得安，旋城旋圮，则居民仍不得安。以
岭南捍卫而缮修未备，何以固吾圉
也？爱谂与众相度土宜，请更立城，移
建于大坪岭（今留坝县城东太平山）。
岭处高阜，西南一带平衍，东北傍山，
两岸环抱如外郛，天然位置”（《新建留
坝城垣记》）。任公除处理公务外，专
门多次实地踏勘，选择新城地址，他给
上司专门报告，诚恳陈情，申请另择新
地修筑砖城，以保长久安全。任同知
报告中所表述并非虚言，清嘉庆汉中
知府严如熤修编的《汉中府志》这样记
载：“留坝厅北阻柴关，南临武曲。山
蟠紫柏，水绕乌龙。控川陕之冲衢，为
梁洋之门户。”留坝地处要冲，“面巴蜀
而背秦川”，控褒斜、扼陈仓、通陇右，
实为南北咽喉、川陕屏障。从《汉中府
志》记载看留坝同知职责“职抚民。三
十九年，改设总捕水利同知，兼理柴
关、凤岭驿务。”其重要性清晰可见。
当时，白莲教起义军纵横于鄂陕川一
带，引起清朝廷极大震动。嘉庆元年
（1796年）首先在湖北省枝江等地爆发
了白莲教起义，很快波及各个省份，尤
以鄂陕川三边为甚，前后持续十年。
朝廷调集了 16 省兵力，阵亡叁将（三
品）至一品大员 400多人。共耗银二亿
两，相当于全国五年的财政收入。从
此，国运颓衰，江河日下。

任同知的报告引起了上司重视。
十一年（1806年），陕西巡抚方维甸亲

到留坝实地踏勘，认同了
留坝厅和汉中府向上呈报
的筑城申请，随后以经略
德楞泰（清代名将，当时率
军转战川陕鄂与白莲教军
作战）、方维甸二人名义给
朝廷呈报了修筑留坝砖城
的上奏，称：“留坝厅城土
性夹沙，秋间多淋塌。该
处现有归并兵丁旧堡，地
势逼窄，自应移建砖城，以
垂永久……”工部复查后
报皇帝审批，下诏批准筑
城，指定由同知任奎光负
责承建。任公认真履职，
精心设计和着力检查督
促，砖城工程顺利进展，十
六年（1811 年）四月竣工。
同年冬，陕西巡抚董教增
在汉中知府、修城专家严
如熤陪同下，对新城工程
进行了验收，《汉中府志》
记载如下：“嘉庆四年，公
廨毁于匪，筑土堡，旋即倾
圮。十一年巡抚方维甸亲
勘厅治之北太平山，形势
颇壮，奏建厅治。同知任
奎光承修，周围三百四十
三丈九尺，内土外砖，堞

墙、排墙、女墙、海墁，均用砖砌。高二
丈二尺，底宽二丈二尺，顶阔一丈二
尺，南北门台城楼二座，东城卡台一
座，马道二座。经始于十三年，至十六
年工竣，巡抚董教增验收。”为加强防
守兵匪功能，修垛口五百二十五堵，炮
台三座，角台两座，马道四座，水簸箕
（排雨水用）三十道，水洞四等，总计用
国库白银八万九千余两。随后，任公
又相继修建了仓库、监狱、司狱署等。
在城外还修建了南北坛场、文昌阁、学
校、孔庙等。

为什么要这样详细介绍筑城事项
呢？因为，在留坝厅修砖城的作用意
义非比寻常。史书载，留坝从建厅到
砖城修好，四十年中遭兵匪袭扰数十
次，有三位同知和吏员数十人在抵御
中被杀，数百户乡人生灵涂炭，在汉中
各厅、州、县治所陷落次数中为最甚。
另外，当时留坝厅所驻兵马也属较多，
有游击（秩从三品）、守备各一名，千总
二名，把总、外委各三名，马步军士六
百名（《留坝厅志》）。因为没有城池作
为防守依托，兵匪呼啸袭来，军民往往
损失惨重。没有坚城，百姓和官员甚
至军队的安全确实难以保障，当然是
留坝厅的头等大事。

有城就有市。城池中很快有街有
市，街道青石铺道，商铺林立，作坊齐
备，客栈醒目。街市贸易兴旺，庙祠香
火鼎盛，南北行旅川流，厅城商业繁
荣，“诚为云栈第一重镇矣。”人口渐
稠，街市迤逦，白日人声沸腾，夜晚灯
火万家，“居民交相额手称庆，以为自
此始皆获有安土也”。

任公不仅留坝修城居功至伟，追
溯他在平利任知县时修县城城墙等，
也是载入史册、可圈可点。当时白莲
教起义如火如荼，川、陕、鄂三省边界
是主战场，位于陕鄂交界的平利县正
处于前线位置。经略大臣、名将额勒
登保率大军与白莲教军作战，见原平
利县城“偏窄低洼，无险可凭”，老县城
城墙屡被河水冲塌，遂于嘉庆七年
（1802年）向朝廷奏请移县址于白土营
（即今县城），此城地势较高，又处三省
要冲、交通枢纽，朝廷批准另筑新城。
嘉庆八年（1803年），由任奎光知县负
责规划并施工。《平利县志》记载，任奎
光设计开工修筑的城墙总周长五百四
十八丈五尺（清代一尺为 32厘米），东、
西、南为三门，南城墙外加筑套城。东
西主街道总长二百四十五丈六尺，南
北街道总长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墙
上有大炮台三座，南门之外修兵营马
厩等，能容纳八百兵丁及马匹等。

后任公升任留坝厅同知，由继任
知县石珩接手修筑竣工。石珩是江苏
如皋人，大书法家，他与汉中也有缘
分，任洋县知县时曾手书苏东坡与文
同唱和诗《洋州园池三十首》，碑刻现
存洋县文化馆。后升任定远厅同知

时，曾手书刻碑“汉定远侯班仲升食
邑”，碑石现立于镇巴县城班侯园。

任奎光在留坝所办修砖城、建官
署等，都是奠定基础、开创局面、百姓
安宁、以利长远的事情。《汉中府志》多
处予以肯定，如“同知任奎光领项营
缮，规制闳敝，署西花厅，皇华往来，可
作公馆。十六年工竣。”“按：留坝文武
衙署、兵房，均同知任奎光缮造完竣。”

旧时非常注重祭祀，以教化风气、
培养善德、规范人们言行。《汉中府志》
记载留坝厅的“社稷坛，北门外里许；
风云雷雨山川坛，北门里外许；文昌
庙；先农坛，厅东南，正殿三间，耳房二
间，周围垣墙一道；关帝庙；厉坛，北门
外；城隍庙，南门外旧城内；昭忠祠，北
门外，祀同知齐默慎、司狱黄定一、江
口营守备田德、廪生罗浮凤、附生罗克
选，均于嘉庆四、五、十一等年先后殉
难。以上各坛庙，于嘉庆十四年，同知
任奎光详情修建。”

留坝设厅和修筑砖城，还有一个
重要因素，就是留坝的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国家连接南北、呼应东西的交通
大动脉须从此过。自古以来穿越秦岭
的四条栈道，其中靠西的两条即陈仓
道、褒斜道均经留坝境内。八十多年
前抗战时修建的川陕公路亦从此经
过。史书记载，三国时诸葛亮曾在留
坝屯兵用于攻防，驻军之处名叫老营
盘，还有许多故事长年流传。自宋以
后，翻越秦岭的连接南北国家通衢大
道经过留坝，其重要性都是国家层面
的。清代诗人张问陶奔波行走秦蜀古
道六次，曾写下感叹诗句：“汉中形胜
关秦楚”。自古以来，秦蜀古道必经汉
中，北边翻越秦岭官道，留坝应属重
点。栈道，是古人修建道路的精彩华
章和智慧结晶。栈道的各种形制在留
坝境内都有运用。我们看着至今陡崖
上遗存的孔洞、石梁，心中常常百感交
集。汉中作为中国栈道之乡，留坝完
全可以作为重要代表。

庚子腊月十五，为写此文我往留
坝实地察看和寻找资料，专门在武休
关处看了南宋吴阶大败金兵的古战
场，还有八十多年前川陕公路上四十
四米长的钢架桥。只见青山环抱、二
水奔流，雄关依旧、气势不
凡。当年二十多岁工程师
张佐周建造的石墩钢架桥
静卧武关河上，汉中公路局
在桥头立了“老桥遗址文化
长廊”石牌坊，两边石柱上
镌刻着著名作家、文史专家
王蓬撰联“褒水涟漪，足证
南北通衢千年巨变；秦岭巍
峨，长忆明修暗度一骑红
尘”。写景寓意，令人思接
千载。

任奎光在留坝任同知
长达九年，他性情淡泊，以
厅为家，生活俭朴，清正廉
洁，勤于政事，注重实干，待
人和善，亲近百姓，与民众
相处融洽，在老百姓中有很
高的威信，老百姓称呼任公
为“任婆婆”。

任公在留坝任职期间，
兴建学校，倡导百姓子弟上
学受教育，厅境学风渐盛。
还建义仓，饥荒年周济百
姓，提供粮食渡过难关。任
公为办好各项公益之事，多
次捐款襄助，自己则长期身
无余财、两袖清风。任公恪尽职守、勇
于承担，险事难事挺身上前。留坝厅
处秦岭南麓重要关隘，常遭兵匪袭扰，
老百姓屡受摧残。他安置流民，严密
保甲，农闲时组织军事训练，寓兵于
民。每遇兵匪来临，任公都亲带兵勇
民团前去抵御，多次上阵对垒拼杀。
十九年（1814年）岐山三才峡伐木场工
人起义军龚贵率部袭扰留坝枣木栏一
带，任公闻警后即带队前去堵御，对垒
打仗达四十天，终于打退龚贵所部，迫
使其改道而行。《留坝厅志》记：“十九
年正月，三才峡厢匪扰及枣木栏，奎光
率民勇堵御四十日，贼不敢犯。”

任奎光在任上鞠躬尽瘁，积劳成
疾，枣木栏打仗后不久病逝于同知任

上，“死之日，里巷妇孺无不为之号
啕。民为之塑像，立祠于旧城。道光
初，同知吕朝选以居民杂处，移于城隍
殿侧”（《留坝厅志·官师传》）。

留坝建厅、县时间不算长，但街市
却古而有之。据史料记，此地夏商即有
居民，可能也是古栈道驿站形成的历史
缘故。县志载元二年（1337年）十二月

“丙子，命兴元府凤州留坝镇……”虽设
厅只二百多年，但形成街镇恐已数千年
了。今天人们所称的老街，一定形成
很早了，在任奎光筑砖城后又逐渐发
展。庚子冬日，我夫妇和友人慕名到
老街参观体味。步行走通后，我估计
老街长约千米，道宽四米许，顺山根蜿
蜒错落。道旁房屋建筑风格荟萃秦风
蜀韵，“既四川又关中”，兼容混杂，鳞
次栉比，明椽明柱、青瓦砖脊，石条满
街、商铺林立，错落有致、特点各具、灯
笼火红、商市迤逦……我们的熟人、时
任留坝县文旅局副局长杨丹给我们当
了向导。她说留坝的好多人都知道清
朝有个好官叫任婆婆，修砖城、修道
路、建老街等，做了许多好事，老厅城、
老街不仅是留坝历史积淀的实物，留
坝人对这些都还有割舍不断的感情。
杨丹还介绍留坝县实施全域旅游战
略，老街也是其中项目之一。修旧如
旧得以完成，留坝县四个旅游规划获
得国家旅游局肯定，成为全国首个通
过国家旅游局评审的县级规划，定为
陕西省首批旅游示范试点县。现在，
留坝获得中国县域旅游之星、国家生
态文明示范县等多个“国字头”殊荣。
我们看到今天的留坝，都感到由衷地
高兴。我想，当年任同知在此九年，肯
定多次行走于老街，多次谋划过留坝
的发展，今天的留坝现状，肯定是他没
有想到但会为之高兴的。

我们走上旧厅城遗址观瞻。沿着
太平山蜿蜒而上，只见旧城巍然峙立，
气势雄壮。我们在西南方保存较好的
城墙上，踩着高低错落的石块、旧砖前
行，城墙依山就势、宛如游龙，还有一
个经过维修的角楼视线极好，县城全
貌尽收眼底。我眼看手摸，当年城墙
内侧糯米汤、白灰、沙土掺和的黏合土
至今仍很牢固，用手使劲抠裸露的黏

合土，丁点都扒不下来。可见工程质
量之精细讲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厅城建好，为保护民众安全和全国南
北通道之畅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任同知功莫大焉！

我站在太平山厅城之上，想起二
百年前的任奎光同知，他一介书生，从
鱼米之乡、江南富庶之地来到陕南秦
岭深处的小城留坝，倾心为民、勤于政
事，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其人品、情
怀、政绩实在难能可贵，值得我们敬
仰、追念和学习。放眼太平山下阳光
照耀着的新县城，大路小街、车流不
息，楼房林立、五彩缤纷。前人不易、
来者当知。山城留坝、旧貌新颜，绚丽
前景，可待可期。 □李振峰


